
最新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实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书写有
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我给大
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篇一

按照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国庆期间地质灾害
防范工作的通知》、毕节地区国土资源局《关于做好国庆期
间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及相关要求，请各
乡镇国土资源所进一步加强国庆期间地质灾害防控工作，高
度重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国庆期间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今年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遭受百年不遇的四季特大
干旱和多次极端降雨后，防治工作变得相当复杂，形式十分
严峻，任务十分艰巨。在国庆期间，要加强防备，保持高度
警惕，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作为单位重中之重，做到时时抓、处处防，要协助当地政府，
共同做好应急人员、物资等准备，做好群众的转移避让、临
时安置、应急处置等抢险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好因灾转移群
众的生活。

乐的节日。

三、各乡镇国土资源所要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节日期间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加大防范力度，安排好排查、巡查和
督查工作。



四、各乡镇国土资源所要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制度，单位领导
和值班人员要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时时刻刻做好处置突发
性地质灾害的准备，一旦发生险情和灾情，要保证行动迅速、
对应有序、处置得力。

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篇二

今年，我乡本着发扬严谨、务实、团结、奉献的精神，顺利
地完成了汛期防灾工作任务。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我乡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是地陷、地裂、崩塌以及河道淤塞、
塌岸。其中奋斗煤是地陷、地裂主要分布区，西山采石场主
采区、铁路沿线山体是崩塌隐患的重点区域。以往发生的地
质灾害主要是山体滑坡，规模较小。今年铁路沿线已发生山
体滑坡达到了中型。其次公路沿线沙坑、铁路沿线的水沟、
逊比拉河、北卧牛河及其两岸因大量采砂、采金，造成的河
道淤塞及塌岸也表现较为突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难度较大，
形成严重地质灾害隐患，并有加剧的趋势。根据地质灾害的
分布规律和发育特征以及历年汛期地质灾害的特点分析，我
局确定了三处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1、奋斗煤矿的地陷分布集中，地裂也明显加宽，个别处距生
产生活设施较近给附近人民生活造成不安全隐患，列为重点
预防区。

2、西山采石场主采区矿体开采落差达40多米，易造成崩塌或
滑坡发生。

生，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抓好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落实。

为切实抓好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效快速的落实“全省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任务，会后我局及



时向县政府汇报了会议内容，重点强调了会议的任务和要求，
并召开全局职工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贯彻会议精神和要
求，汛期到来之前我们迅速做好了防灾落实工作。

（二）做好宣传

我们在汛期前、中都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宣传,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目的、意义和要求。特别是“4.22”世
界地球日，我们围绕“善待地球，珍惜资源，持续发展”的
主题，采取电视字幕、宣传车、现场咨询等方式进行宣传，
做到家喻户哓，重点防御区要做到人人明白。

（三）、加强领导

害防灾救灾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应急分
队等工作机构。由于工作和人员的不定期变动，我们及时调
整、充实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机构，配齐人员，各负
其责，切实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日
程。

（四）、完善制度

建立了《地质灾害值班制度》、《地质灾害巡查制度》、
《地质灾害速报制度》并张贴上墙。到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
检查，要求地质灾害重点防预区建立了相关制度、防灾预案、
监测记录；地质灾害危险处建立了警示标志，做好群测群防，
使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

（五）、责任到位

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把宣传工作做到矿山企业，把矿
山企业业主及采矿工作组织起来让他们随时监测各自采区的
汛情和险情，责任到人，发挥群防体系功能。重点监测和防
治区，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制定地质防灾应对和措施



等，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六）、加大检查力度

在5月20日对全县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并整理
备案，划分重点防治区，重点监测区，其中：xx县奋斗乡煤矿
地陷为重点监测区，我们在煤矿建立了监测点，负责对地陷
异常的监测记录工作，北黑铁路清溪站174公里附近及平顶等
沿线为重点防治区，我们与地方铁路积极沟通，通力合作，
在汛期前开展以消除隐患为主的大排查和综合治理工作，小
金沟砂金过采区，西山采石场、202国道xx县至辰清段沿线废
弃矿山和山体滑坡也被列为重点监测区，在各个重点隐患监
测区我们都指定专人负责。对全县的采矿、探矿活动进行了
全面检查，治止乱采滥挖破坏地质环境的现象发生。

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篇三

20xx年，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和市局的正
确领导下，在省国土资源厅川东北片区督导组的督查和指导
下，在各乡镇和县级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坚持“以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方针，通过科学制定防治方案，严格落实
防灾责任，不断完善防治措施，切实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地
质灾害的发生，确保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连续6年
实现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零伤亡的防治成果。现将本年度主
要开展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地质灾害基本情况

我县特殊的“三山两槽”沟壑发育地貌，属地质灾害易发区。
地质灾害以小型滑坡、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为主。具有
点多面广、危险性大的特征。我县共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
点276处，其中滑坡175处，不稳定斜坡41处，崩塌49处，地
面塌陷8处，地裂缝2处，泥石流１处。9月18日我县普降大到
暴雨，排查出新增地质灾害隐患13处，其中滑坡10处，崩塌2



处，泥石流1处。

二、地质灾害防治情况

工作。

（一）高度重视，防治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1、领导重视，全面推动防灾

年初，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邻水县20xx年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和《20xx年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3月8日、5月9日、
６月5日、7月28日、8月31日5次召开了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会。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安排布
臵了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全县各乡镇、各
部门的防治责任，形成了齐抓共管的防治机制。县委曾长东
书记、县政府尹黎明县长、谭焰副县长多次带领各部门相关
人员在汛中深入乡镇检查、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召开现
场办公会，与受威胁的群众进行贴心交谈，共同研究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的良方和对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干部群众的防
灾斗志和工作激情，将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推向了新的台
阶。

２、辖区管理，确保责任落实

治工作责任的层层落实。

3、强化巡查，及时发现隐患

今年汛前、汛中和旱期共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五次，共
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76处，并逐点建立了监测防治档案，特
别是对威胁人数较多、险情较大的32处灾害点纳入县级重点
监测，并逐一编制了临灾预案。全年共发放“防灾明白
卡”8000多份，增设地灾警示标志92块。



4、加强监测，及时主动避让

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篇四

为确保我校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确保师生安全及学校的'财产
不受损失，严格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
力抢险”的方针，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现将排
查情况汇报如下：

学校按照上级规定，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落实
领导责任制，建立和完善了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将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学校日常工作，做到层层负责，分级管理，
提高对地质灾害特殊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坚持以预防为主、
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法，切实将学校防治计划落到实处，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2、学校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有
计划地进行地质灾害勘查，对危害特别严重的隐患点优先上
报治理。

学校认真落实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加强与
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与合作，确保学校的信息畅通，达到
上传下达，下情上报及时准确，提供畅通的信息渠道。

经排查，学校及周边没有发现任何地质灾害隐患。学校会进
一步加强领导，强化师生安全第一的责任意识，坚决克服麻
痹侥幸思想，加强监测，严加防范，密切关注学校及周边地
质变化情况，认真制定防地质灾害安全预案、认真落实值班、
报告制度，确保学校财产和师生生命安全。



地质灾害宣传工作总结篇五

进结镇20xx年地质灾害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县国土资源局的大力指导下，得到了认真、全面的贯彻落
实，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在全镇召开的各种的会议上，指导群众建立、健全隐患点防
灾责任制和群测群防体系;协调各部门按照《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的规定，认真落实本部门的防灾责任，对所辖范围内的
地质灾害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定期、不定期进行了多次巡
查。

一是早启动。4月初，镇防汛指挥部就启动了防汛工作。镇防
汛抢险指挥部下发专门通知，对汛前工作进行了布置，要求
各村在抓好去年水利修复工程扫尾的同时，全面做好防汛前
准备工作。二是重宣传。对山洪易发区的茴利村六0屯、天南
村天南屯、品力村龙茶屯的每户村民发放了一份“躲灾避灾
明白卡”和避灾防灾手册等资料，三是强培训。通过以会代
训和预防地质灾害演练。对镇村两级的干部，特别是对山洪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两个村组干部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进一步
提高了镇、村干部的防灾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以及防汛抗灾
自我保护意识。

量尽早明确、提前介入，力求防汛工作主动。一是落实防汛
行政首长负责制。确定镇长为本辖区防汛工作第一责任人，
其他负责人分片包干，各负其责;确定全镇7座水库防汛行政
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水库管理责任人，并以文件下发到村;
二是建立防汛责任追究制。为认真做好今年防汛准备工作，5
月上旬，镇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到全镇各重点山
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水库、涵闸实地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限期整改，确保责任真正落实到位。

落实好专业抢险队伍和民防队伍，确保危急时刻拉得出、顶
得上，抢得住，切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物资、装备以及运输



工具等的储备工作。为把防汛工作做实做细，我们制订
了20xx年防汛预案，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落实，
详细制定完善了六个水库的大坝防守、洪水控蓄和下游人员
转移等预案。各村也根据自身的防汛特点，制定了相应的预
案。同时，镇、村两级严格对照预案狠抓防汛物资和防汛队
伍的落实，随时做好抗大灾救大险的准备。

由于全镇防汛工作部署及时，要求严格，目前汛前各项准备
工作已基本就绪，即使遇到灾害的考验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安全的度过汛险期。


